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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程思政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新时代课程教学理念的创新与升华，是社会主义大学人才培养的必由之路。针对

课程思政与专业授课内容难以融入的问题，提出了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辩证融合、实践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自然融入、

榜样力量在价值观引领上的共鸣升华、全方位立体式思政模式的探索实践和工程实践引领的思政教学队伍建设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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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 5 月 28 日，教育部印发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思

政建设指导纲要》，旨在全面推进落实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

务的战略举措，充分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用，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

课程思政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新时代课程教学理念

的创新与升华 [1]。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

明确指出了课程思政建设全面推进的重要意义，将价值塑造

作为“三位一体”人才培养目标中的第一要务，帮助学生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决定国家长治久安、

影响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

哈尔滨工程大学作为“国防七子”中的一员，担负着

为我国海军发展提供一流人才的重要使命，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科作为哈尔滨工程大学双一流学科，自然担负起课程思政

建设的桥头堡与排头兵。通过课程思政进课堂，提升学生对

国家的政治认同、培养学生奉献国防事业的家国情怀、培养

学生职业道德操守与修养，最终实现学生对学科的认同度，

提高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是解决后疫情时期由于全球经济

影响与军事布局变化引起船海专业遇冷的重要举措，也是哈

尔滨工程大学在“两个大局”下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经途径。

课程思政建设的好坏直接影响学科人才培养的成败，由于思

政内容、思政设计和思政方法等缺乏统一标准，教学人员普

遍缺少课程思政经验等客观问题，造成课程思政与专业授课

内容难以融入，教学效果事倍功半，乃至严重影响了课程内

容教学，严重制约了各个学科教学改革的发展 [2]。因此，形

成指导高等学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课程设计方法与课

程思政示范为学科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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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缺少课程思政经验等客观问题，造成课程思政与专业授课

内容难以融入，教学效果事倍功半，乃至严重影响了课程内

容教学，严重制约了各个学科教学改革的发展。因此，形成

指导高等学校专业课课程思政建设的课程设计方法与课程

思政示范为学科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

如何解决课程思政难融入问题，是解决高校研究生课

程思政的关键问题。

1. 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方法

如果把课程比作一碗鸡汤，知识是汤中的营养，那么

思政就应该是调味的盐，促进学生对知识的吸收。思政不能

是一把沙子，与鸡汤格格不入，被学生吐了出来；也不能是

一把树叶，流于鸡汤表面，被学生小心地吹走；思政少了，

鸡汤味道变的寡淡；思政多了，鸡汤反而难以下咽。因此，

课程思政的高水平融入问题是解决一流课程高品质思政设

计的关键 [5]。本成果以一流课程为载体，以课程思政建设中

的问题为导向，建立一套适合专业课思政建设的课程设计体

系，提出课程思政建设融入性、进阶性、以及认可度的要求 [6]，

为我国一流本科生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有效引领和示范。课程

思政体系建设具体方法如下：

（1）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辩证融合。对于以工科

为主的学科与专业，几乎全部课程围绕自然科学理论体系建

立，存在大量工科学生对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作用不认同现

象，形成了不健全的科学观。从马克思主义领导中国革命，

到两弹一星，再到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都体现了唯物辩证

法与自然科学发展的完美结合。

通过将辩证唯物主义中世界观和方法论与专业课基础

自然科学理论知识传授相融合，从基础理论中提炼哲学道

理，在自然科学传授过程中提升学生哲学思辩能力，体现了

课程思政的融入性与进阶性。

（2）实践教学中思政元素的自然融入。工程实践能体

现国家在建设海洋强国、国防建设方面的总体布局与发展战

略，更容易获得学生对讲授知识的认同，在引入思政元素方

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通过在以最新国防重大工程案例为

基础的实践教学过程中，深度挖掘工程实践为国防建设起到

的重大作用，提升学生对基础科学在工程应用层面上的认识

高度，促进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探索，体现课程思政的自

然融入与理论认可。

（3）榜样力量在价值观引领上的共鸣升华。结合我校

数十年间思政教学传统，与时俱进地推进榜样力量的价值观

引领，从讲钱学森的爱国情怀，发展到讲航天院所总师在某

型号科研中的科学精神。思政教学内容紧密围绕国防事业发

展、海军装备建设展开，介绍身边的国防先进人物事迹、装

备研发历程、重大社会贡献等，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与献身

国防的责任感，提升思政温度，引起学生共鸣。

（4）全方位立体式思政模式的探索实践。配合一流课

程多元化教学手段，大力拓展课程思政模式，将课程思政内

容写进教材，放进慕课，引进实验室建设。引入了“思政实

习”的思政教育模式，以“联合实验室”与青岛“创新中心”

作为工程试验基地与思政教育实训平台，开展与最顶尖国防

科研息息相关的思政教育。建立与科研单位联系合作机制，

邀请科研院所总师级领导作为企业导师授课，起到意识形态

引领作用，并在联合培养过程中埋好种子，实现课程思政功

能强化与拓展。

（5）工程实践引领的思政教学队伍建设。基于高校教

师朴素的唯物主义价值观体系，充分利用授课教师在工程实

践中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将工程背景作为思政教学的突破

口，逐渐做到由工程实践思政到基础理论思政的全面扩展，

以及教师思想认识的提升 [7]。引导教师敢讲政治，培养教师

会讲政治。通过教学会议研讨，把握思政方向，突出个人风

格，鼓励每名授课教师在课程思政中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政教

学观点，体现思政多元化与个性化特点。

2. 结论

自然科学与唯物辩证法的辩证融合、实践教学中思政

元素的自然融入、榜样力量在价值观引领上的共鸣升华、全

方位立体式思政模式的探索实践和工程实践引领的思政教

学队伍建设等方法的提出为课程思政融入专业知识提出了

新的方法体系，这对于贯彻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思政为一流

专业、一流人才的培养发挥积极作用，能够引领思政教学发

展，形成指导一流课程建设的课程思政教学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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